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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的青少年已经不再完全依靠爸爸妈妈的百般宠爱与呵护，不少人很小就离开家庭住进了学校，过
集体生活，而他们自己，也渴求能尽快成为“大人”，过独立自主的生活。
可是，从离开父母照顾与呵护到真正成为“大人”的这段时间内，青少年依然不能“独闯江湖”。
学习、生活中存在各种“暗礁”与“急流险滩”，疏忽大意、安全意识淡薄会危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甚至生命。
基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危机生存手册》系列丛书。
    尽管现在的父母将孩子的吃穿住行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在家连厨房都不让进，但是，对于如何应
对突发事故，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少之又少，这是安全教育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有些事故青少年可能一生都碰不到，但万一碰到了，该怎么办？
呼爸爸、叫妈妈等为时已晚，事故造成的恶果也会让父母悔恨终生。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策划出版了《家庭版》。
本分册内容涉及用电安全、防火、饮食安全、煤气安全、家庭防盗、家庭卫生、外力安全等多方面的
安全教育指导，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细致、有效，可以帮助青少年有效地解决问题，将损失控
制在最低范围内。
对于家庭突发事故，书中注重防治结合，强调要消除隐患，最大程度地方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
活更安全、更快乐、更幸福。
    社会大家庭是养育我们每个人的温床，但是，现代生活节奏逐渐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
随之而来的各类事故也以各种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以及社会不良分子的侵害等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为了使青少年在社会中免遭侵害，《社会版》分册主要讲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防范知识和各种突发事故
的应对措施，内容涵盖校园外的活动安全，应对不法分子、自然灾害，网络安全，远离毒品等方面，
教导青少年远离伤害，在社会大家庭中健康成长。
    校园是青少年集中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青少年为实现梦想而付诸努力的一片乐土。
相对来说，校园要比社会、家庭安全许多，但是，校园一旦发生事故，青少年受到的伤害将会更大。
所以，校园安全教育一直是青少年安全教育的重中之重。
校园安全除了依靠教师、校方安全部门外，青少年自身的防范也必不可少。
《校园版》以贴近真实的笔触，给我们梳理了校园安全防范系列知识。
    安全问题一直以来是人类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
现实生活中，灾害与事故层出不穷，这些灾害和事故不能完全依靠医生、消防员、警察去解决，更多
的时候需靠我们自己。
但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心理素质、动手能力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要多学习这类知识，提高应变能力
，保证能够及时解决所遇到的大小问题，保障自身及财产安全。
    出版这套丛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所遇到的所有危急、危险问题，但我们竭尽所能提出各
类危险危急之所在，力图从源头上预防并分析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
相信读者朋友读了这样的书籍，在遇到同类事故之时，能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将损失减到最低，这
是我们初衷之所在。
    书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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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现在的父母将孩子的吃穿住行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在家连厨房都不让进，但是，对于如何
应对突发事故，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少之又少，这是安全教育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有些事故青少年可能一生都碰不到，但万一碰到了，该怎么办？
呼爸爸、叫妈妈等为时已晚，事故造成的恶果也会让父母悔恨终生。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张广德策划出版了《危机生存手册（家庭版）》。
《危机生存手册（家庭版）》内容涉及用电安全、防火、饮食安全、煤气安全、家庭防盗、家庭卫生
、外力安全等多方面的安全教育指导，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细致、有效，可以帮助青少年有效
地解决问题，将损失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对于家庭突发事故，书中注重防治结合，强调要消除隐患，最大程度地方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
活更安全、更快乐、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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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家庭用电安全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家用电器正走进千家万户，电力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电能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能源之一，为人类提供了最干净、最经济、最便于传输和运用的强大动力，
电能广泛运用于生产与生活中，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
会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
然而，电能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如果在生产和生活中不注意安全用电，也会带来灾害。
例如，设备漏电产生的电火花可能酿成火灾、爆炸，高频用电设备可产生电磁污染等。
一根普通带电导线也隐藏着巨大的能量，人若触及，电能可在瞬间释放，造成人体组织器官的严重损
伤，甚至可能因心跳、呼吸骤停而丧生。
因此，用电安全常识需要大家一起来学习与重视。
    第一节安全用电基本常识    二、照明开关必须接在火线上    如果将照明开关装设在零线上，虽然断
开时电灯也不亮，但灯头仍然是接通的，人们看到灯不亮，就会错误地认为电灯处于断电状态，而实
际上灯具上各点的对地电压仍是220伏的危险电压。
如果灯灭时人们触及这些实际上带电的部位，就会造成触电事故。
所以各种照明开关或单相小容量用电设备的开关只有串接在火线上，才能确保安全。
    二、单相三孔插座必须要接地线    通常单相用电设备，特别是移动式用电设备，都应使用三芯插头
和与之配套的三孔插座。
三孔插座上有专用的保护接零(地)插孔，在采用接零保护时，有人常常仅在插座底部将此孔接线桩头
与引人插座内的那根零线直接相连，这是极为危险的。
因为万一电源的零线断开，或者电源的火(相)线、零线接反，其外壳等金属部分也将带上与电源相同
的电压，就会导致触电。
因此，接线时专用接地插孔应与专用的保护接地线相连。
采用接零保护时，接零线应从电源端专门引来，而不应就近利用引入插座的零线。
    三、严禁将塑料绝缘导线直接埋在墙内    塑料绝缘导线长时间使用后，塑料会老化龟裂，绝缘水平
大大降低；当线路短时过载或短路时，更易加速绝缘的损坏；一旦墙体受潮，就会引起大面积漏电，
从而危及人身安全。
塑料绝缘导线直接暗埋也不利于线路检修和保养。
    四、要使用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又称漏电保护开关，是一种新型的电器安全装置，其主要用途
是防止由于电器设备和电器线路漏电引起的触电事故。
如果用电过程中出现单相触电事故，漏电保护器能及时切断电器设备运行中的单相接地故障，防止因
漏电引起的电器火灾事故。
随着家用电器的不断增加，在用电过程中，由于电器设备本身的缺陷、使用不当和安全技术措施不利
而造成的人身触电和火灾事故，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而漏电保护器的出现
，对及时切断电源，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提供了可靠而有效的技术手段．    
第二节安全使用家电    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熨斗、吹风机、电风扇等
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因此正确掌握安全用电知识，确保用电安全，就显得至关重要。
常用的家用电器的额定电压是220伏，正常的供电电压在220伏左右。
我们要做到不购买“三无”假冒伪劣家电产品，并且在使用家电时应有完整可靠的电源线插头。
对金属外壳的家用电器要采用接地保护，不能在地线和零线上装设开关和保险丝，也禁止将接地线接
到自来水、煤气管道上。
潮湿的手不要接触带电设备，更不要用湿布擦抹带电设备。
平时我们不要私拉乱接电线，不要随便移动带电设备。
检查和修理家用电器时，必须先断开电源。
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
一旦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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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今的青少年已经不再完全依靠爸爸妈妈的百般宠爱与呵护，不少人很小就离开家庭住进了学校，过
集体生活，而他们自己，也渴求能尽快成为“大人”，过独立自主的生活。
可是，从离开父母照顾与呵护到真正成为“大人”的这段时间内，青少年依然不能“独闯江湖”。
学习、生活中存在各种“暗礁”与“急流险滩”，疏忽大意、安全意识淡薄会危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甚至生命。
    张广德编著的《危机生存手册(家庭版)》内容涉及用电安全、防火、饮食安全、煤气安全、家庭防
盗、家庭卫生、外力安全等多方面的安全教育指导，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细致、有效，可以帮
助青少年有效地解决问题，将损失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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